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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题：聚焦新能源汽车

现在 50％的城市空气污染来自于汽车，使用石油作为燃料的汽

车，无法根本解决 CO2排放的问题，必须寻找低碳燃料，而新能源汽

车就是最好的技术途径。那么，到底什么是新能源汽车？它的主要类

型及优缺点有哪些？国内外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情况又是如何？

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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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能源汽车的定义

新能源汽车的定义因国家不同其提法也不相同。在我国，按照发

改委公告定义，新能源汽车是指采用非常规的车用燃料作为动力来源

(或使用常规的车用燃料、采用新型车载动力装置)，综合车辆的动力

控制和驱动方面的先进技术，形成的技术原理先进、具有新技术、新

结构的汽车。

新能源汽车的主要类型及其优缺点

混合动力汽车：混和动力汽车是指拥有至少两种动力源，使用其

中一种或多种动力源提供部分或者全部动力的车辆。目前实际生

活中，混合动力汽车多半采用传统的内燃机和电动机作为动力源，

通过混合使用热能和电力两套系统开动汽车，主要可分为汽油混合

动力和柴油混合动力两种。优点：油耗相对较低、污染少；可以使汽

车制动时、下坡时、怠速时能量回收；可根据情况关停内燃机，仅由

电池驱动，实现“零”排放。缺点：长距离高速行驶时基本不省油。

纯电动汽车：纯电动汽车是指主要采用电力驱动的汽车，大部分车辆

直接采用电机驱动，有一部分车辆把电动机装在发动机舱内，也有一

部分直接以车轮作为四台电动机的转子，其难点在于电力储存技术。

优点：技术相对简单成熟，只要有电力供应的地方都能充电；无污染、

噪声小；结构简单，维修方便。缺点：目前蓄电池单位重量储存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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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量太少，电池较贵；至于使用成本，部分试用结果比汽车贵，部分

仅为汽车的 1／3，这主要取决于电池的寿命及当地的油、电价格。

燃料电池汽车：燃料电池汽车是指以氢气、甲醇等为燃料，通过化学

反应产生电流，依靠电机驱动的汽车。其电池的能量是通过氢气和氧

气的化学作用，而不是经过燃烧，直接变成电能的。优点：零排放或

近似零排放；减少了机油泄露带来的水污染；降低了温室气体的排放；

提高了燃油经济性；提高了发动机燃烧效率；运行平稳、无噪声。缺

点：造价偏高；反应/启动速度慢；氢气存储运输不便。

氢动力汽车：氢动力汽车是一种真正实现零排放的交通工具，排放的

是纯净水，它是传统汽车最理想的替代方案。优点：真正的零排放。

缺点：氢燃料电池成本过高；氢燃料的存储和运输非常困难；氢气的

提取需要通过电解水或者利用天然气，同样需要消耗大量能源，除非

使用核电来提取，否则无法从根本上降低二氧化碳排放。

燃气汽车：燃气汽车是指用压缩天然气、液化石油气和液化天然气作

为燃料的汽车。优点：使用性好，无积碳；发动机寿命长，汽车大修

里程可提高 50%以上， 比使用常规燃料节约 50%以上的维修费用。缺

点：发动机动力性能有所下降；加气站的费用较高。

生物乙醇汽车：生物乙醇汽车指使用乙醇为燃料的汽车。在汽车上使

用乙醇，可以提高燃料的辛烷值，增加氧含量，使汽车缸内燃烧更完

全，可以降低尾气有害物的排放。优点：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。缺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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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作过程成本过高；储存时间稍长会吸收空气中的水分，发生液相分

离，影响使用；且由于目前原料主要来源于粮食作物，大量推广会引

起粮食问题。

国际新能源汽车发展现状

日本：新能源汽车产业成经济增长的新支柱

作为全球最早全面启动混合动力车和电动车研发的国家，日本计

划到 2020 年环保车的新车普及率达到 50%，以每年 100 万辆的增速

计算，日本将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普及最快的国家。专家认为，日本

未来新能源汽车发展趋势有三：一是用于近距离的小型家庭车辆，为

电动汽车；二是一般家庭用汽车，为混合动力车，包括汽油、天然气

及合成燃料等；三是用于长途运输的商用车，为燃料电池汽车。日本

在电动车研发方面的扶持力度非常大,推出多项优先发展政策。2009

年日本开始实施“绿色税制”,其适用对象包括纯电动汽车、混合动

力车、清洁柴油车、天然气车以及获得认定的低排放且燃油消耗量低

的车辆。前三类车被日本政府定义为“下一代汽车”,购买这类车可

享受免除多种税负优惠。

美国：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发力

美国是汽车消费大国和生产大国。2010 年，美国首次将新能源

汽车提到国家战略层面，明确提出，到 2015 年美国要有 100 万辆充

电式混合动力车。同时，计划从 2015 年开始，联邦政府将仅采购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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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动、混合动力或其他新能源汽车作为政府用车。在新能源汽车技术

研发方面，美国的专利申请量排名世界第二，仅次于日本。在行业补

贴方面，对符合补贴标准的混合动力汽车，美国按累计销量对汽车企

业进行分类，享受不同程度的减税优惠。美国还设立了一个总量为

250 亿美元的基金，以低息贷款方式支持厂商对节能和新能源汽车的

研发和生产。

德国：新能源汽车“后来居上”

德国汽车业长期居于国际领先地位，但在电动汽车领域起步其实

较晚。直到近几年，政府才将其正式提上日程。起步较晚并不能掩盖

德国发展电动汽车具有的独特优势。在发展策略上，与不少国家将重

点放在技术攻关上不同，德国更加重视推动电动汽车发展的一整套方

案实施，其中包括电力输送网络、相关基础设施、电动汽车新概念的

普及、“新电动经济”的循环发展等多个关键环节。在市场需求方面，

德国汽车的最主要消费群体在德国本土及多数西欧国家，这些消费者

收入水平较高，又较易接受低碳消费理念，针对这一群体的市场推广

难度相对较小。此外，在整车和零部件制造方面，德国既有的技术与

人力资本积累仍将是一大优势。德国发展电动汽车的前景是乐观的。

巴西：生物燃料技术领先，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

巴西虽然是发展中国家，但在新能源开发，尤其是生物燃料技术

方面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。在巴西，汽车燃料有两种，一种是纯乙醇，

另一种是含 25%乙醇的汽油。使用纯汽油作动力来源的汽车，在巴西

已经不存在了——因为你没办法在加油站找到需要的燃料。在巴西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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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物燃料的应用已经相当普及，正是因为遭受到新能源发展带来的冲

击，以传统能源起家的巴西石油公司，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开发生

物燃料和其它新能源。巴西耕地面积广阔，有足够的原材料，巴西生

物燃料技术的发展是经济发展需求同自身自然条件相结合的产物。

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之路

目前，世界各国都在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，我国更是将其列入到

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中，在早期就开始了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技术储

备。 “十五”期间，电动汽车重大专项和清洁汽车科技行动攻关计

划开始启动，“十一五”期间，在“863”计划中又启动了“节能与新

能源汽车”重大项目，继续支持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研发和产

业化。这期间，我国科技计划累计投入近 20 亿元，分别组织实施了

“电动汽车重大科技专项”和“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重大项目”，确立

了“三纵三横”的研发布局，即燃料电池汽车、混合动力汽车、纯电

动汽车三种整车技术为“三纵”，多能源动力总成系统、驱动电机、

动力电池三种关键技术为“三横”。

在发展新能源汽车的路径选择上，我国将“电动汽车路径”作为

发展的方向，而在“电动汽车路径”中，我国将全力投入到插电式混

合动力汽车和纯电动汽车的研发和生产当中，而普通混合动力汽车被

定义为节能车以作为内燃机汽车迈入“电动汽车时代”的重要过渡。

近年来，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在行业标准、产业联盟、企业布局、

技术研发等方面也取得了明显进展。对未来十年中国节能与新能源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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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产业具有指导意义的《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（2011-2020

年）》已于 2012 年 4 月 18 日正式颁布。未来五年将是新能源汽车发

展的“黄金五年”，新能源汽车有望肩负起中国汽车工业“弯道超车”

的历史重任。

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大事记：

★“十一五”期间，电动汽车与清洁燃料汽车合并列入“863”

计划，形成了完整的新能源汽车研发、示范布局。

★2009 年 1 月 14 日，国务院原则上通过汽车产业振兴规划，首

次提出新能源汽车战略。

★2009 年 1 月 23 日，财政部、科技部颁发《关于开展节能与新

能源汽车示范推广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，在 13个城市开展节能与新能源

汽车示范推广试点工作。2010 年，科技部又将试点城市扩大到 25个。

★2010 年 6 月 1 日，财政部颁布《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试点财

政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，选定 5个城市作为试点。

★2011 年 7 月 14 日，科技部出台了《国家“十二五”科学和技

术发展规划》，新能源汽车被摆在重要位置。

★2011 年 11 月，《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“十二五”规划》

上报国务院。根据规划，在七大战略新兴产业中，新一代信息技术、

生物、节能环保、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将成为支柱产业，新能源、新材

料、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成为先导产业。七大产业链将推动中国在未来

十年进入一个新的产业周期。

★2012 年 3 月，财政部、国税局、工信部联合印发《节约能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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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新能源车船税政策的通知》，对节约能源的车船，减半征收车船

税，对使用新能源的车船，免征车船税。

★2012 年 3 月，科技部发布《电动汽车科技发展“十二五”专

项规划(摘要)》，规划显示“纯电驱动”将成为我国新能源汽车技术

的发展方向，电池、电机、电控等一系列技术有待获得重点发展。

★2012 年 4 月，南方电网公布的《“十二五”节能减排规划》透

露，“十二五”期间，南方电网支持电动汽车发展，以“换电为主、

充换结合”为发展模式建设电动汽车接入平台。

★2012 年 4 月 18 日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

议，研究部署今年政府信息公开重点工作，讨论通过《节能与新能源

汽车产业发展规划（2012－2020 年）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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